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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!以基于网络服务的思想!构建了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型!将专家体系&机器体系&知识体

系都以服务的形式加以封装!是对传统研讨模型厅的一种扩展$研究了该研讨厅模型各要素之间

的协调运作机制!采用语义网络建立了各要素相互沟通的桥梁!并引入了逻辑推理能力!使得各个

参与研讨的角色能够使用语义网络来印证自己观点!最终形成研讨共识$以格拉管线泄漏诊断问

题为背景!给出了该研讨厅模型的实现实例$

关键词!综合集成研讨厅%网络服务%运作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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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初$随着系统科学和计算机技

术的发展$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开创了开

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这一新的科学领域$认

为处理这类系统的有效且可行的方法是构建综合集

成研讨厅)

<="

*

&研讨厅体系的工程应用方法是综合

集成法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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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

"$其实质是

按照研讨厅体系思想构建处理复杂问题的人机协作

智能信息系统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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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集成法)

!=A

*

$就其实质而言$是将专家!各种

有关的专家"%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

合起来$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

合起来$采取人机结合%以人为主的方式对开放的复

杂巨系统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处理&其目的是综

合集成计算机的高性能和人的智慧$促进从定性的%

不全面的感性认识到综合定量的理性认识的飞跃&

随着
a.:8-.8:

和网络的迅速普及$深入人们工作

和生活的每一个层面$

c8R"')

的更进一步发展$使得

网络服务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$在此之上形成了/基

于服 务 的 电 子 空 间 或 数 字 空 间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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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它使参与者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

制$随时随地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%交流和探讨$

并可随时通过网络服务利用网络上的大量资源$无论

是本地的$还是远程的&信息技术的这个发展$为综

合集成研讨厅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新的%可能的形式$

是对传统的研讨 /厅0的一种扩展)

A

*

&因此$可建立基

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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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讨厅模型

当把综合集成研讨厅各个要素!专家体系%知识

体系%机器体系"都以服务$特别是网络服务的形式

加以封装$针对待解决的问题域$构建场景管理服务

中心$建立角色管理服务$主持人管理服务%资源管

理服务$服务动态管理中心等机制$建立基于服务的

综合集成研讨厅是切实可行的)

<"=<!

*

&研究提出的研

讨厅模型如图
<

所示&

图
:

!

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型图

;

!

研讨厅模型的运作机制

图
<

中$场景管理服务中心和服务动态管理中

心是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型的常任服务机

构$不因场景%会话的产生而产生$也不因场景%会话

的销毁而销毁&

<

"场景管理服务中心运作机制'场景管理服务

中心在接到任何个人%组织或团体基于某种目的$拟

解决%咨询或决策某问题而提出的申请$认证其合法

性后$在角色管理服务中将申请人注册为主持人#确

定场景标志$确立会话语境$提供公共研讨资源$例

如完成研讨所需的研讨模板%方式%记录%报告显示%

数据分析%信息显示%资源调用%可视建模%知识开发

等交互的公共空间#提供角色管理服务地址$资源管

理服务地址$服务动态管理中心地址&研讨结束后$

撤销会话语境$回收公共讨论资源$在角色管理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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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注销主持人角色&

"

"服务动态管理中心运作机制'服务动态管理

中心为场景提供主题相关的专家%资源!包括数据存

储%数学模型%知识系统"等所有外在服务的查询机

制$作为服务发现中心的职能而存在&可以由通常

意义的
6OOa

服务担任$在其上可以注册和注销各

种类别的服务&

!

"主持人管理服务运作机制'任何个人%组织或

团体拟解决%咨询或决策某问题向场景管理服务中心

提出初步的研讨主题%讨论规模%决策目标等申请$获

准后即可获取主持人角色$获得主持人管理服务$包

括获取场景标志$角色与权限的定义与控制%流程与

状态管理%业务逻辑与资源调度等服务&主持人通过

场景管理服务中心获取公共讨论资源$并将其注册到

资源管理服务之中以供研讨场景中的各种角色使用#

主持人依据研讨主题%决策目标的相关分类$通过服

务动态管理中心查询相关专家的服务情况$也可以通

过其他通讯方式!如电话%视频等手段"邀请相关专家

参与研讨$并利用角色管理服务注册专家的相关信

息$赋予专家参与研讨和调用业务逻辑和资源的权

限#同时主持人通过服务动态管理中心查询与研讨主

题相关的服务!包括数据存储%计算模型%知识系统

等"$将其相关信息注册到资源管理服务之中$以备研

讨角色使用&当初步的角色%资源都准备完毕后$主

持人将开始第一轮的研讨活动&此时应先逐一界定

研讨主题的范围$内容$评估标准$如果需要扩大研讨

规模$应再次进行角色的邀请%分配与注册$同时扩大

相关资源的请求与注册&当研讨主题进一步确定之

后$研讨将在主持人%专家群的思辨和资源分配与调

用的过程中进行&当研讨在反复过程中达到研讨评

估目标之后$主持人将研讨过程%研讨结论%资源调用

情况等通过公共研讨资源进行记录和知识更新#在角

色管理服务中注销本次研讨的角色#在资源管理服务

中注销本次研讨所注册的资源#向场景管理服务中心

提交研讨完毕的报告$场景管理服务中心将回收本次

研讨所使用的公共研讨资源&

A

"角色管理服务运作机制'角色管理服务在研讨

开始之前和研讨中负责管理主持人%专家等角色的注

册和身份权限管理&研讨结束后$负责注销各角色&

>

"资源管理服务运作机制'研讨伊始$由主持人

经过查询服务动态管理中心$将所获取的与研讨主

题相关的服务$包括数据存储服务$计算模型服务$

知识系统服务等等信息$注册到资源管理服务当中&

注册信息包括服务功能描述$接口信息%访问规则%

g%9

性能参数等数据信息&研讨过程中$资源管理

服务一方面向各研讨角色提供各已注册服务的访问

调用$另一方面则由于研讨的深入和扩展$各研讨角

色会利用服务动态管理中心继续查询相关服务$并

将获取的服务元信息注册到资源管理服务当中&研

讨结束后$资源管理服务将在日志记载之后$注销所

有已注册服务&

<

!

研讨共识结果的形成过程

研究提出的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型$采

用语义网络)

<A=<#

*来对研讨厅的各种资源服务%角色发

言进行知识表达$这就为研讨过程和结果产生提供了

足够的语义信息#并且语义网络引入的逻辑推理能

力$使得各个参与研讨的角色能够使用语义网络来印

证自己观点&笔者认为在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

厅$其研讨最终结果的获取应通过以下步骤'

首先$各个研讨角色都对自己最终形成的语义

网络模型版本进行一致性检验&如果出现不一致的

结果$说明建立的语义网络模型存在缺陷或者研讨

角色的意见存在错误&研讨角色应反复校对模型$

充分利用模型印证自己的观点$如果模型是正确的$

则更改自己的观点$否则按照自己的意见完善模型$

使得该模型能够完备%准确%清晰地表达自己对研讨

主题的见解&

其次$在备份每个研讨角色提交的个人最终语

义网络模型版本之后$进行合集!

6.5%.

"运算形成

一个总的语义网络模型版本$然后对该版本进行一

致性检验&由于所有模型都建立在一个公共的语汇

集基础之上$所以总版本在资源%属性的定义上不会

有太大的差异#并且研讨中所有达成共识的地方$在

总版本中会得到完整的保留#但是由于角色意见的

分歧$总版本会出现不一致的检验结果&

再次$逐一分析不一致结果$找出相应条目中涉

及的资源和属性以及它们的关系#以资源为线索$逐

一查找各研讨角色的发言记录中针对该资源与属性

的关系所作的响应&因此可以计算该资源与属性关

系的见解质量值和见解响应值&研究用下面迭代公

式进行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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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'

A

!

*

-

"是针对该资源与属性的关系表示同意的

响应质量属性值#

A

!

*

-

"是针对资源与属性的关系表

示反对的响应质量属性值#由于该资源与属性的关

系是一个局部点$所以不存在部分同意%部分反对的

情况&

7

!

*

-

"是提出该资源与属性的关系发言的见

解质量属性值$

7

!

*

-

"是提出与该资源和属性相反关

系发言的见解质量属性值#所有属性值初始化为
<

&

*

-

)

@

-

表示发言
*

-

响应了发言
@

-

&

"?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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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式!

"

"$如果迭代结果
A

!

*

-

"

&

)

$则该资源与

属性的关系成立$应在总版本的语义网络模型保留

该资源与属性的关系$去掉该资源与属性的相反关

系的语义链接#反之$保留该资源与属性的相反关

系$去掉该资源与属性关系的语义链接&

然后$按照上述算法逐一消除总版本中不一致

的语义链接$直至一致性检验通过&

最后$按照最终形成的语义网络模型版本$输出

模型声明集合$形成研讨结论&

下面给出研讨共识形成的框图$如图
"

所示&

图
;

!

研讨共识形成的框图

?

!

研讨厅模型的特点

该模型具有其鲜明的特点'

<

"整合性&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型充

分利用了
c8RE8-75K89

技术的平台无关性$使得不

同技术体系%不同操作平台的知识体系%机器体系和

专家体系能够广泛的%有机的融合在统一的场景当

中$对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交互&

"

"动态性&任何个人$组织在获取主持人角色

服务之后$都可以建立所关心问题的研讨场景$然后

通过服务动态管理中心动态获取各种服务$组成综

合集成研讨厅&从而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$得

到了空前的自由度&

!

"简单灵活性&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模

型具有高度的松散耦合性$易于开发和维护$使用方

便&它使得研讨厅内所有角色%资源$无论知识体系

的表达$机器体系的数学模型$都可使用不同平台或

技术搭建$并且任何要素可根据需求自定义服务组

件的粒度$并可在运行时更改服务的接口及实现&

A

"强大的交互性&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

模型将不再局限于网络资源的检索$链接$而是提供

了强大的语义%数据%模型和知识的交互能力&研讨

过程中$它不仅能给出专家%知识系统的观点$更能

给出该观点的假设条件和推理过程$使得与会专家

能够检验和反思自己和他人的观点$更适于激发场

景内专家的创造力$更适于群体智慧的产生&

>

"广泛的适应性&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

模型不局限于某一领域%某一问题$而是根据主持人

拟解决或研讨问题的需求$动态的组织专家体系%知

识体系和机器体系$因此具有空前广泛的适应性&

@

!

应用举例

格拉管线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巨系统$其构

成具有复杂的时空交错性&针对格拉管线的泄漏诊

断问题$成功构建了基于服务的专家研讨厅系统&

图
!

为场景管理界面&在此界面可以建立研讨空

间$确立语境和主持人$也可以注销研讨空间$释放相关

资源&研讨空间建立后$在此界面进行专家研讨&

图
<

!

场景管理界面

图
A

为专家研讨共享界面$专家们可在讨论区

中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&

图
?

!

专家研讨共享界面

!?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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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
>

为资源管理界面$该界面列出了进行泄漏

诊断所需的各参数%计算模型的地址&点击相应的

链接即可查阅各设备的实时运行参数%添加相关属

性值%查看或运行计算模型等&

图
@

!

资源管理界面

@

!

结
!

论

构建综合集成研讨厅是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的

有效方法&笔者提出的基于服务的综合集成研讨厅

模型是对传统研讨厅的扩展&该研讨厅模型充分利

用了
c8RE8-75K89

技术的平台无关性$能够让任何

个人或组织跨越时空的限制$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

探讨&它具有高度的松散耦合性$提供了强大的语

义%数据%知识的相互能力$更适于促使专家群体智

慧的产生$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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